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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本文讨论了拟线性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跳跃层个数
.

并且指出
,

当文献LI] 所给判断函数恒等

于零时
,

原方程必须重新讨论
.

本文给出几例以示说明
.

关锐词 跳跃层 判断函数 零点 影 逼近

_ 已1
.

全
.

、 J . 「 J

R
.

L u协与T
.

S a ri 在文献〔1〕中讨论了拟线性方程
:

+ j 又t
, x )毖+ 夕(t

, 劣) = o

(1
.

1 )
0 )二A

, 义 (1 ) == B
, : 、 o , 。> 0

仅在一点处产生跳跃层 的条件
.

同样地
,

上述方程 ‘1
.

1) 了解可在两点
、

有限多个点
、

无穷

可数多个点以及
“

所谓的在整个区间〔0
, 1〕上

”

产生跳跃
.

由于满足一定的条件 (此条件已在

〔1〕中给出 ) 以后
,

上述方程解是否产生跳跃
,

就是看由〔月中所定义 的两曲线
s , (t) 与 ; :

(t)

在 (0
,

1) 中是否横截相交
,

即判断函数F : = F
,

(t
, “ 2

(t )) 在 (0
,

1) 上是否存在一阶零点
,

现在

研究多个跳跃层 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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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(0
,
1) 上存在几个一阶零点的个数问题

.

在多处产生跳跃层方程 (1
.

1) 之解有着明显的物

理意义与几何意义
.

另外
,

对判断函数 F , (t
, : :

(t) )三 。情形应 给予特别注 意
.

下面我们着

重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多个跳跃层存在问题
.

二
、

多个跳跃层的存在性

假定 t苦 < 云带(t气尹〔(o
, 1 )) 是判断 函数 F

l
= F

,
(r

, u Z (t) ) 的两个一阶零点
,

那么函数

F : 二F : (t
, u Z

(t) 、的大致几何形象只能是如 图1的两种图形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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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1 讨论下列方程
。公+ x 分+ x ( 一 3 t 2 + Z t一 3 / 26 ) ~ o

x (o) = 一 1 , 二 (1 )== 19 / 2 6
, 。> o , 。~ o

此时州t) ~ 0 ,

掩〔0, 1] 当。二 o时
,

两退化方程

} (2
.

1 )

二分+ 二 (一 3 t2 + Zt一 3 / 1 6 ) = o , 二 (o) = 一 i

和 二分+ x (一 3艺么+ Zr一 3八6 ) == o , x (i ) = 2 9 / 1 6

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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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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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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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(t) 在 (o
, 1 )中的零点

,

且F : (z/ 4 ) = 一 1/ 4
,

F { (3 / 4 ) = 1/ 2
.

因

得令

此
:

原方程 (2
.

1) 在t二 1/ 4与 t二3/ 4处产生跳跃层 的积分曲线
,

在〔。
, 1 / 4 )段沿弧 (t

, u ;

(t) )缓

慢运动
, 在 t = 1/ 4处发生跃迁

,

在此之后
,

在 (1 /4
, 3 /封 上

,

沿弧 (t
, u Z

(t) ) 缓慢运动
; 在

= 3 / 4处再次发生跃迁
,

在 (3 / 4
, 1」上沿弧 (t

, 。 :

(l) )缓慢运动
,

且t = 1 / 4与 t二 3/ 4 时刻的跳

跃层厚度均为
。 .

同理可以通过下例看出
,

存在有限多个跳跃层
.

例 2 考虑下列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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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〕时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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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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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方程 (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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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3 对于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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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 考虑下列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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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初步探讨了一类拟线性方程的解发生眺跃现象
, 众所周知拟线性方程解的结构及其

近似解的逼近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
,

这里所得结果是文献 〔1] 的进一步推

广和补充
。



拟线性方程边值问题的跳跃层个数 3 7 1

参 考 文 献

[ 1 ] L u tz
,

R
.

a n d T
.

S a r i
,

A p Plie a t io n s o f N S A t o b o u n d a r y v a lu e p r o ble m s in

s in g u la r p e r t u r b a t io n t五e o r y
,

L e e f“r ‘ N o te s 云“ M a th
.

(9 4 2 )(1 9 8 3 )
.

〔2 ] 钱伟长主编
,

嘴奇异摄动理论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》
,

科学出版社 (19 81 )
.

〔3 ] L u t z
,

R
.

a n d M
.

G o z e ,

N S A

—
A p r a时 ie a l g u id 。 贫 ith a p p lie a tio 二s ,

乙ec t , r e

N o te
“

” M a rh
.

(8 8 1 ) (1 9 8 1 )
.

〔4 」 盛立人
,

<非标准分析应用》 (讲义)
,

安徽大学数学系 (1 98 5 )
.

T he N u m bo rs

in

o f Ju m P La ye rs o f B o u n d a ry V a lu e Pro blem s

Qu a silin ea r D iffe re n tia l Eq u a tio n s

C h e n g J ia n 一h u a Z h u Qin

(M a the 协a才‘e s D eP a r才m e . 才
,

A . h“公U ”i口e r s i才封
,

H efe‘)

Ab st ra c t

,
一

j犷宝

T his p a p e r d is e u s s e s th e n u m b e r s o f ju m P la y e r s o f b o u ”d a r y v a lu e p r o b le m s

in q u a s ilin e a r d iffe r e n t ia l e q u a t io n s
.

I n a d d it io n ,

the Pa Pe r g iv e s s e v e r a l e蓝 a m
·

p le s t o e x p la in w 五y tli e o r ig in a l e q u a tio n m u s t b e r e d is e u s s e d w he n th e d e t e r m in a t e

fu n e t io n in r e fe r e n e e [一1 1 5 a l, a y、 e q u a l t o z e r o
.

K ey w o rd s ju m p la y e r (fr
e e la y e r ,

tr a n s it io n la y e r
)

,

d e te r m in a t e fu n e t io n , z e r o

p o i n t
, s h a d o w

, a p Pr o x im a t io 双

落


